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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长安道》改编自海岩小说《长安盗》，“道”
与“盗”虽一字之差，却从中可以窥见创作者为影片
赋予的别样色彩。如果说小说《长安盗》讲述的是一
个犯罪题材盗墓案件，那么电影《长安道》则超越了
犯罪题材类型片的范式，不仅在结构上尝试创新，而
且将“武”戏“文”做，所谓“盗亦有道”，影片在警匪之
争的二元对立中留出一片昏暗不明的幽微之地，那
就是人性。

类型片有着高度的内在规定性，这一规定性表
现在自身的模式化和可复制性，具体表现在人物脸
谱化、情节安排程式化、单一的价值导向等方面。
1994 年，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低俗小说》问世，影
片对传统犯罪题材类型片的解构与颠覆给影迷们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它在叙事上打破了遵循因果
关系的线性时空序列，以一种非线性叙事结构——
环形结构彻底改写了传统犯罪题材类型片的叙事语
言。此后，环形结构被越来越多的类型片导演效
仿，在我国，像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李非的《命运
速递》等都借鉴了此种结构。

影片《长安道》以一场突如其来的枪击事件开篇，
紧接着故事以非线性叙事围绕这场枪击事件的始末
快节奏展开，抽丝剥茧，扣人心弦，直至把观众带回
影片开头，形成一个闭环，首尾相扣，浑然一体。然
而，就在观众以全知者视角以为枪击事件真相大白、
案件了结之时，却突然出现了新的线索。至此，红雨
的死与案件新进展这两个高潮叠加到一起，成为影
片开始反转的一个分水岭，真相尚未明了，真凶还逍
遥法外，观众的心再次被高悬，而且他们比之前更加
迫切地想知道真相。

我们说结构几乎是一部电影的生命，电影结
构符合常规是艺术在创作和接受之间早已签订的
一个契约，但突破常规则是艺术在创作和接受之
间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谈判。正是在电影结构不断
调 整 和 创 新 中 ，电 影 的 艺 术 生 命 才 不 断 获 得 重
生。影片《长安道》看似打破时间序列的无序安
排，实则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好奇心与兴奋点，观众
必须完全沉浸其中，紧紧跟随影片的每一帧镜头、
每一个细节，在脑海中将无序的安排进行排列组
合，以串联起因果关系，重构事件的完整始末，才
能最终寻找到答案所在。在这里，电影已并非创
作者单方面的主观创作，一部电影完成度的高低
与否，还取决于观影过程中观众对影片的再度创
作与解读，观众话语权的提升同时意味着影片讲
述者话语权的开放。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长安
道》是对犯罪题材类型片在叙事结构上的又一次
探索与突围。

此外，影片将警匪片、盗墓片、伦理片杂糅在一
起，在主题指涉上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粗暴的善恶之
争，而是在这样一个犯罪题材的故事框架下，将叙
事触角延伸至人性的幽微之地，探寻人性的复杂性
与不确定性。影片导演将万正纲这一罪犯角色，较
之以往同类型影片中的脸谱化人物进行了袪魅。不
同于以往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罪犯角色，导演首
先将其视为一个身处社会关系与伦理关系中的普通
社会个体，肯定了其作为实实在在的人的存在。他
表面上是知识分子，现实生活里温文尔雅，有着令
人仰慕的学识与社会地位，而内心深处却唯我独
尊，私欲泛滥。灵魂被自我认定与名利欲望裹挟着
两面煎烤，这也就恰恰弥合了万正纲在知识分子与
杀人罪犯双重身份之间的巨大裂隙。

本来一心做学问的学者万正纲，在女儿红雨
突然出现后，彻底乱了方寸。背负着抛妻弃女的
负罪感，多年来找寻女儿而不得，这一次他决心做
回以前的慈父，想尽一切办法来补偿对女儿的亏
欠。其实晚年生活并不幸福的他何尝不是想以此
来完成对自身的救赎？当他明知故犯地走上了文
物盗窃的犯罪道路，与其说是不择手段为女儿创
造幸福生活，不如说是借女儿之名给自己的贪欲
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当然，也许这一切隐藏的私
欲万正纲并不自知，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出
发点——父爱。当这父爱就要融化了女儿红雨的
仇恨之心，她要放下自己的伪装，重新回到那个小
时候陪她玩警察抓小偷游戏的父亲身边时，悲剧
发生。女儿遭遇枪击，这个号称要给女儿一切补
偿的父亲没有第一时间抱起女儿急救，而是首先
想到自己的犯罪事实败露，他哭哭啼啼地一遍遍
哀求身为警察的女儿不要报警，就这样，在女儿
绝 望 的 眼 神 中 他 假 装 无 辜 地 断 送 了 女 儿 求 救 的
唯一机会。就是这样一位父亲，他以父爱之名不
惜触犯法律，又为逃避罪责而割断了父女之情。
本来出于柔软无私的父爱之心，最终却做出了最
残酷、最坚硬的选择，万正纲的最后抉择让观众
在战栗之余产生破碎的心痛感，这背后是怎样的
人性在作祟啊。

影片展开了对幽微人性的洞察与探寻，讲述
者 选 择 将 故 事 最 紧 要 的 出 口 留 给 了 残 酷 和 坚
硬 ，让 观 众 在 这 冰 冷 的 叙 事 情 境 中 濒 于 绝 望 。
讲 述 者 决 绝 地 撕 开 了 人 性 的 遮 羞 布 ，以 血 淋 淋
的 方 式 探 寻 生 命 的 本 质 与 真 相 ，这 是 一 部 人 性
的残酷物语。

（作者系辽宁省文联电影家协会干部）

探寻人性的幽微之地
——我看《长安道》

赵 亮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一卷卷
墨迹，用姿态万千的笔画，记录着国家
兴盛、威德远播的全盛图景。书法家李
琳 说 ，“ 又 见 大 唐 ”再 次 带 领 我 们 领 略
大唐书法艺术的辉煌画卷，从中也引发
我们对辽宁书法发展的诸多思考。唐
代书风多样，我们辽宁行草、篆刻走在
全 国 前 列 ，但 楷 书 、隶 书 还 是 短 板 ，我
们需兼容并蓄，包容多样，开拓书艺的
新境界。

关于如何开拓辽宁新书风。大连大
学副教授万瑞杰认为，辽宁书风当“强
其骨”“增其筋”。书家当体察东北父老
乡亲豪迈性格，自觉寻求并营造辽宁书
风 切 合 点 ，建 立 起“ 辽 海 地 域 特 色 ”及

“辽海人文情怀”，为“辽宁书风”奠定新
的坚实基础。

辽宁书法发展到今天，老一辈给我
们 确 定 了 最 宝 贵 的 财 富 和 正 确 的 方

向。辽宁书法通过临帖班、通过国展，
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书法家，如宋
慧莹、伦杰贤、魏哲、何连仁、朱成国等
老 一 代 书 家 ，张 世刚、武威、甘海民、施
恩波等中坚力量，李琪、刘宏卫、刘长龙
等青年一代正在成长，老中青三代书法
家互相学习、促进提高。李琳、卢林、王
荐、师索民、苏德永、王树清、赵立新、赵
博海、董文广、李洋等，学古人、学古法
继 承 传 统 ，临 帖 班 成 为 最 被 书 法 人 看
重、最踊跃参加的学习班，成为一个不
可替代的文化品牌。这都是大唐书风
的作用，大唐文化、大唐书法对我们的
影响是非常了不起的。胡崇炜认为，开
拓辽宁新书风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而不
是某个方向，要和新时代辽宁精神结合
在一起，这精神和我们的工业文明不能
脱钩。辽宁文化基因里有钢铁文化，有
海洋渔业文化，有农耕文化，这些文化

结合到一起构成的辽宁文化就是立体
的，宏伟的，给辽宁书法精神提供了新
境 界 。 学 古 就 要 结 合 现 实 ，胡 崇 炜 强
调：“我们要学唐代人的境界，把古人的
境界引到今天来，古人最大的境界就是
能够静下来，书法是一门让人安静的艺
术，是一门写心写性写情的艺术，静下
来，沉下去。”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杨宝林说，“又
见大唐”再现大唐雄风，是文化自信的
表现。那么当下中国书坛，尤其是辽宁
书坛应向唐代人学习什么？唐代书家
文化水平都很高，像欧阳询、虞世南、褚
遂 良 、颜 真 卿 等 都 是 士 大 夫 ，都 是 文
人。唐代评价一个人的才能是“先文后
墨”，文才第一，书法次之。古代书家都
文 墨 相 兼 ，大 多 数 人 是 书 写 自 己 的 东
西，故而有浓浓的书卷气。而当下书家
是文墨相离，只是抄录前人的东西，有

的还抄错。当下书家必须多读书，以缩
短与古人的距离，才能接续文脉。

辽宁书法有悠久的历史，书家几乎
没有不研究唐楷的，没有不涉猎唐代行
草书的，“又见大唐”开展以来，辽宁的
老中青书家都多次去辽博看展，很多书
法家都为展览做了书法碑帖的讲解，让
更多人了解大唐书法艺术。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朱利说，学
古对于从事书法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
是一次重新解构。郭兴文、张振忠、王
荐、卢林、梁骥等也认为，“又见大唐”展
览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
现实本身。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书法
精神。书法家要在体现时代性，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发扬探索精神，以书法为轴
心，传播汉字文化和书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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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大唐”书法学术理论研讨会提出

接续大唐文脉 开创辽宁新书风
本报记者 杨 竞

“又见大唐”
书画文物展自 10
月 7 日在辽宁省
博物馆展出以来，
备受国内外观众
的关注和喜爱，至
今参观者络绎不
绝·······

“又见大唐”，
我 们 见 到 了 什
么？见到的决不
仅仅是某一项艺
术的展览，而是整
个大唐文化给予
我们今天一种什
么样的启示。

12月2日，由
辽宁省文联、辽宁
省书协主办的“又
见大唐”书法学术
理论研讨会在辽
宁会馆举行。来
自省内外的50余
名专家、学者，站
在大唐文化的脉
络上，围绕当下书
法的发展，如何传
承大唐书法艺术，
大唐书法对辽宁
书风的影响，及如
何开创新的辽宁
书风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研讨。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代文化
更是博大精深，在诗歌、绘画、书法、彩陶
等领域创造了一座又一座高峰，其中，书
法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无论是书法家、书
体、流派还是书法理论，几乎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对大唐
的整个书法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他说，
综观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
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书体上，真、
行、草、隶、篆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法
家，以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为代
表的初唐四家，中唐出现的颜真卿、柳公
权、张旭、怀素等著名书家，开创了书法艺
术的巅峰时期。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标志是书法理
论的研究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代
表作品有孙过庭的《书谱》和张怀瓘的《书
断》，其论述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对后世
的书法理论有颇多影响。

苏士澍说，在书法艺术精神方面，唐
代书法是多元的、丰富的，也是极具创造
性的，体现在具象和抽象并存，最具有代
表性的楷书和狂草都发展到了极致，达到
了顶峰。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唐代是极
其推崇法度的时代，唐代书家对法度的理
解十分宽泛，不限于技法层面，还包含艺
术家在道德修养以及为人处世方面的行
为准则。以颜真卿为例，其不仅在书法艺
术上造诣精深，在道德修养上更体现出儒
家的忠孝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的书法有
势不可当的磅礴之力，有着家国情怀，高
标风骨，震撼人心。

苏士澍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大
唐盛世有许多相似之处，政治、经济、文化
空前繁荣，但当今中国书坛现状仍存在浮
躁现象，尚缺少“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
和扎实功力。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
看到与古人的差距，时刻注重修正自身、
研磨书艺、积淀学识。

大唐书法的气象和特征，对辽宁书风
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对辽宁书法学习
传统、取法经典、向高峰迈进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苏士澍说，辽宁是书法大省，人才辈
出，老一辈有沈延毅、杨仁恺等，有“九畹”
等人才群体，有聂成文、王丹、胡崇炜等一
批视书法为使命的领军人。其中，“九畹”
在辽宁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气。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第一届书法展是在沈阳举办的，
对中国书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
辽宁又恪守传统，注重继承，率先举办临
帖班，从经典中吸取营养，并一如既往地
坚持。辽宁书法的特点是有很强的书写
性，这是辽宁的优势，上世纪 90 年代，辽
宁的小行草书风曾风靡全国，产生了一批
有影响的书家。辽宁书法走在全国前列，
与临帖学古人、学古法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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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取法经典、向高峰迈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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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李仲元说，大唐盛世书法是中
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书法艺术精品
荟萃，名家如星，唐代书法中又展现了盛世
大唐的宏大气象。“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
展出的书法艺术品为我们研究书法内涵、
艺术规律、时代艺术特征、唐代书法史等提
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又见大唐”应理解
为又现大唐。即把唐风在当代吹动起来，
重要的是提高国人对书法艺术的鉴赏力、
对书法美的感悟力。“又见大唐”亦是一个
警示性展示，对那些胡涂乱抹、破坏规法、
亵渎书艺的行为是一种示范性批判。

唐代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书法家王丹认为，当代书家无论是显性还是隐
性，都从唐代书法的法度和精神中得到启发。
辽宁书法对大唐书风的承袭是世所公认的，唐
风的影响在辽宁书家中更是无处不在。唐代
书法，多样包容，壮阔雄强，是一代不可逾越的
高峰，永远值得后世借鉴、弘扬与崇仰。

书法家胡崇炜说，辽宁是唐代书法传
承最好的省份，是最早率先在全国举办临
帖活动的省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临
帖班，就没有辽宁书法的今天。

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还找不到书法
的方向，如何继承书法艺术，杨仁恺、沈延
毅等老一代书法家带动王贺良、孙德洲、李
仲元、陈复澄、姚志忠、徐炽、聂成文、郭子
绪、董文9位当时的中青年书法家临帖学古
人，这9人被称为“九畹”。1982年7月，“九
畹书法展”在辽宁美术馆举行。他们的书法
作品一下就被全国认可了，“九畹”以改革开
放后在全国最早形成的书家群体而定格在
中国书法史上，夯实了辽宁书法大省、强省
地位。“九畹”的诞生为辽宁乃至中国书坛吹
进了一股强劲而新鲜的翰墨之风，“九畹”临
帖学传统，不仅富有文化渊源，呈现书卷气，
更以文墨同辉的追求与实践形成流派。

随着“九畹”在书坛影响的不断扩大，
辽宁地区的书法创作日益繁兴，并逐渐形
成广泛的具有梯次特点的书法创作队伍。

“九畹”诞生的第二年，辽宁书协举办了“十
五人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与中国历史博
物馆分别举办了 20 人参加的“北园书法
展”和“二十九人书法展”，许多书法家从这
几次展览中脱颖而出。

书法家聂成文说，到省书协工作后，
就坚决主张临帖学古人、学古法。并于
1985 年举办了第一届临帖班，临帖班以
古代优秀碑帖《万岁通天帖》《仲尼梦奠
帖》等为范本，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年书家
带头临帖，推动了全省临帖活动的开展，
让大家看到了辽宁书法的希望之光，临
帖班孕育和开创了辽海新的书风。从
1985 年至今，临帖班已经举办了 35 届，
是提高水平、培养人才的好方法，有效地
提高了辽宁的书法水平，涌现出很多优
秀人才。如今，临帖班已成为辽宁书法
人才的摇篮。

2当代书家无论是显性还是隐
性，都从唐代书法的法度和

精神得到启发。辽宁书法对大
唐书风的承袭是世所公认的，唐
风的影响在辽宁书家中更是无
处不在观察

张旭《古诗四帖》（资料片）

怀素《论书帖》（资料片）

欧阳询《仲尼梦奠帖》（资料片）

“又见大唐”书法学术理论研讨会现场

《万岁通天帖》（资料片）

《长安道》剧照


